
 
北京故宮藏汝底款 

 

 

北京故宮館藏汝瓷 (二) 

作者：黃艾 

 

談了北京故宮館藏的七隻汝瓷，意猶未盡，續談其他不常作展覽的幾件。 

 

 
北京故宮藏汝窯「蔡」字天青釉盤 

 

 

 



 

北宋汝窯「蔡」字天青釉盤，口徑19.6cm 、底徑13.0cm 、高3.4cm，原典藏號：

故145445。此器底部刻「蔡」字，據前故宮研究員、陶瓷大家馮先銘先生 

(1921-1993) 考證，「蔡」字乃物主的姓氏，有可能是宋徽宗時的權臣蔡京，

或其子駙馬蔡鞗的藏品印記。權貴父子獲皇帝賞賜的機會倒也極高。 

 

 
台北故宮藏「蔡」字汝窯盤 

 

傳世汝瓷中，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各藏一件「蔡」字汝窯盤。

順帶一提，台北故宮館藏的「蔡」字汝窯盤，尚多刻一個「丙」字，尺寸亦

較小，高1.5cm 口徑10.9cm 足徑8.2cm，原典藏號：故18224。據考證當日收藏

於養心殿。 

 

 
北京故宮藏汝窯「乙」字天青釉圓洗 

北宋汝窯「乙」字天青釉圓洗，高3.0cm、 口徑12.9cm 、足徑8.9cm，原典藏

號：故145443。此器物敞口，口沿處鑲銅扣口，底中心刻「乙」字。此器原

藏頤和軒。頤和軒位於寧壽宮後。寧壽宮本作為乾隆退位後居所，但皇帝本

人卻從未遷入， 

 



 
北京故宮藏汝窯天青釉洗 

 

北宋汝窯天青釉洗，口徑18.5cm、 足徑12.5cm 、高3.9cm，原典藏號：故

00145441。此器口沿處有殘損痕四處；圓洗心微鼓，圈足外卷，造形與其他

洗較大不同。此器原藏齋宮。齋宮位於紫禁城東六宮以南、毓慶宮西側，凡

是祭天、祀地、祈福等祭祀以前，皇帝在齋宮致齋。齋戒日，皇帝及陪祀大

臣佩戴齋戒牌，各宮懸齋戒木牌於簾額。齋戒期間，不飲酒，不作樂，忌食

辛辣。 

 
此外，尚有六件經火燒損壞，不作展覽的汝瓷： 

 

 
其一：原典藏號：故143014，北宋汝窯天青釉洗，高3.2cm，口徑12.8cm 、底

徑9cm。此器底心刻「丙」字，並有清乾隆甲午春御題詩：「淡青冰裂細紋

披，祕器猶存修內遺；古丙科爲今甲第，人材嘆亦或如斯」。舊藏地乃造辦

處，重華宮廚房。重華宮原屬明朝乾西五所。清乾隆年間，將二所改建為重

華宮，一所改建為漱芳齋，三所改建為重華宮的廚房。乾隆成婚之後移居乾

西二所，登基後，此處升格為宮，稱為「重華宮」。重華宮廚房即西三所。 

 



 
其二：原典藏號：故143015。北宋汝窯天青釉洗，高3.2cm、口徑12.8cm 、足

徑8.9cm。此器底心刻「丙」字，其形制、尺寸及所刻詩文都與143014號藏品

一模一樣。要識別除從器底編號外，最易乃從外觀辨其火燒痕。其舊藏地兩

隻都在重華宮廚房。此對孿生汝窯天青釉洗都刻御詩，可知當日乾隆非常重

視的。 

 

 
其三：原典藏號：故143017。北宋汝窯天青釉洗，高3.2cm、 口徑13.6cm、 足

徑9.2cm，器底中心刻「乙」字。有火燒痕，呈鐵鏽色。舊藏地：南庫。南庫

位於紫禁城西路、養心殿南側的膳房南側，是皇宮儲存文物之庫房。 

 

 



其四：原典藏號：故143018。北宋汝窯天青釉洗，3.4cm 、口徑13.4cm 、足徑

9.2cm，器底中心刻「乙」字。有火燒痕。舊藏地：南庫。 

 

 
其五：原典藏號：故143019。汝窯天青釉圓洗，高3.5cm 、口徑13.5cm、 足徑

9.1cm，此器底心有刻「乙」字，有火燒痕，半邊呈月白色。舊藏地：南庫。 

 

 
其六：原典藏號：故 00143020。汝窯天青釉圓洗，高 3.8cm 口徑 13.9cm 足徑

9.1cm。器底中心刻「乙」字。有火燒痕。舊藏地：南庫。 

 

最後向瓷友交待一下撥借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隻鑲了銅扣口的汝窯天青釉圓

洗，其形制和外貌如下：  

 

 
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汝窯天青釉圓洗 


